
工作模式来推进社区法治建设，提

供的法律服务呈现分散性、单一

性、短期化的特点，没有形成长久

合力，不可避免地导致社区法治建

设效能低下。

加大法治理念推广和宣传的

力度。全面把握社会改革发展对

基层法治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把增强广大群众法律素质和依法

办事的意识作为推进基层组织社

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一是培

育普法人才。通过落实责任，建立

街道普法宣讲团，开展好各类法

律、法规知识宣传活动；以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宣传月和法制宣传月

为载体，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

知识宣传活动。二是强化普法保

障机制。将普法工作经费纳入街

道财政专项预算，并根据财力情况

逐步投入；完善社区普法考核、监

督激励制度，保障基层普法工作不

走过场，取得实效。三是充分发挥

新闻媒体作用。密切与新闻媒体

协作，及时传递与广大居民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普法

动态。四是因地制宜地推进基层

法治文化建设。推动法治作品创

作，因地制宜地搞好“专群结合”的

法治文艺演出，建立与社区环境协

调、与生态融合的法治文化广场

（街、馆），拓展法治文化阵地，通过

法治文化传播提高广大群众法治

文化素质。

提升基层政府联动、高效推进

社区法治建设的工作水平。要加

强社区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工作中加强法律服务建设，为广大

群众提供快捷方便的法律服务。

一是建立律师事务所与基层法律

服务所挂钩合作制度。引导、组织

律师事务所与法律事务服务所开

展挂钩合作、业务交流研讨，加强

法律服务理念和资源的互补整合，

建立起布局合理、上下联动、优势

互补、方便快捷的基层法律服务体

系，提高社区法律服务水平。二是

建立完善法律援助一体化网络。

建立法律援助工作与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人民调解工作的衔接配合

机制，实现基层法律援助资源使用

效果最大化；将城乡一体化救助体

系中所有救助对象纳入法律援助

范围，建立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实现应援尽援。

增强基层社区对公共事务民

主协商的意识和能力。对社区进

行有序管理，保障广大群众根本利

益，必须注重群众的利益表达。一

是成立居民群众维权中心。成立

权利与义务明确的居民群众维权

中心，负责集中研究解决涉及群众

利益的突出问题，在维护特定群体

合法权益、制止和查处不法侵害行

为、帮助和解决受助对象实际困难

上发挥作用。二是探索建立居民

群众诉求代理制度。对群众反映

的超出社区职责权限、应由上级部

门解决的矛盾纠纷，建立由民间自

治组织、基层部门代替群众寻求协

调解决的代理制度，引导居民群众

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完善基

层组织重大决策听证、听证会后的

意见反馈、督查制度，建立快速解

决矛盾纠纷的合力调解处理、综合

绩效考评机制，把问题“解决率”作

为衡量政绩的指标，使广大群众能

够有效地参与政治利益表达。

着力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

参与社区法治建设的智能化体系。

街道、乡镇基层政府和社区推进法

治建设的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有

序引导更多社会力量走进社区、协

同参与社区法治建设十分必要。

高等院校可以安排法律专业教师

轮流担当社区法律顾问角色，提供

专业的法律参考意见和高效便捷

的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可以安

排不同律师定期开展社区法治宣

传和咨询活动，针对青少年、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举办针对性的法律

知识讲座，以律所和社区“结对帮

扶”的形式真正将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新法律法规知识延伸到每

个社区、普及到每个家庭。人民群

众是基层社区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是促进基层社区依法治理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基层社区要积极

推动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

壮大社区法治建设队伍力量，不断

挖掘社区法律人才，为社区法律服

务输送新鲜血液；要积极推动基层

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打造“线上+线

下”立体式法治宣传格局；要搭建

互联网时代民情信息的反馈平台，

可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研发社区民

情互通平台，推动社情民意在网上

反映、矛盾纠纷在网上化解，由专

职民情信息员做好各类问题的处

理及跟踪，及时在线上反馈信息。

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以群众需求及

法律问题为导向，为群众提供全时

段、无缝隙、多元化的专业法律服

务，不断创新基层社区法治建设新

模式。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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